
2023年回家的路教案教学反思(实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优秀的教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
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回家的路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三视图》在教学内容中，是比较抽象并且难以理解的，然而
三视图在工业设计中又是表达与交流设计构思、设计方案的
一种常用的工程技术语言。学生不但要学会识读三视图，而
且还要学会绘制简单的三视图，并且在今后的设计实践中，
能够运用三视图来表达自己的设计构思，与他人交流设计方
案，从而获得全面的评价，优化设计方案。于是针对此教学
内容，如何进行有效的教学;以及在教学中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有哪些可供参考的解决办法，我进行了尝试性教学实践。

1.课题引入方面：

采用问题情景设置的方法：学生喜爱打篮球，而用直尺测算
出篮球的表面积是学生平时不会想到或实践过的问题。这样
激起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解决问题的兴趣。问题提出来后，
学生积极思考，想出了许多办法。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
能否利用墙面与地面相互垂直这一条件。目的是打开学生空
间想象能力。而空间想象能力是学好三视图，理解三视图以
及绘制三视图的必备能力。这也是我设计此问题情景的初衷。

问题情景的设计，我认为达到了预期效果。学生们或异想天
开，或奇思妙想，有些测量的办法，是我事先没想到的。如：
将篮球放气，压扁成半圆，用直尺测量篮球直径等办法。而
我在这些突如其来的环节上的处理以及应变手段上还稍显不
足。这是我今后应加以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2.三视图的学习过程与注意事项：

1)学习三视图，要确立研究方向即问题的设置。

学生要想达到可以绘制简单的三视图的程度，只得认认真真
地去学习，去研究，去解决问题。

想理解三视图为什么可以把物体的各个表面形状表达清楚这
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三视图?三视图依据的是什么原
理?三视图的展开以及三个试图之间的投影规律是什么?画图
步骤有哪些?怎么选择主视图?而这些概念性的知识，学生可
以通过资料并结合教材很容易找到。我认为教师照本宣科地
讲述这些概念性知识，即便是举出相当多的图片和视图实例，
也不如让学生自己去查找、去发现、去体会、去理解。换句
话说，三视图的学习应该在自学理论的基础上，教师加以辅
导绘图实践和识图练习。

2)学习三视图，教师要做必要的学法指导。

我在布置任务环节中，借用本章所学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明确要求，收集和处理信息等方法，引导学生利用现有资料
进行学习。学生很容易地进入了角色。

3)学习三视图，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预设学生学
习成效检测方式和内容，给与学生中肯的评价并做出相应的
激励。

我在这节课的教学中，设置的检测问题不到位，在某些问题
的讲解上还不够深入。所以在今后要努力提高和完善自身业
务素养，尽快成长起来。

我想不同的学生群体，不同的教学资源设置，不同的任课教
师，还遇到不同的问题。有了问题，才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么，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要靠全体同仁共同探索。让



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提高。

回家的路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数学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信息化的社会，要求学生加
强收集信息的能力，重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使学生养成主动深入地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生活，用数
学的头脑去思考问题，通过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
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数学课程的生活化、社会化和
实用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节课，课堂气氛很好，学生学得积极主动，知识的获得
与情感体验同步进行，教学较为成功。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
面：

回家的路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教学这一课，我安排了两个课时：第一课时：比较、赏析
《武陵春》与《望江南》;第二课时、第三课时：比较、赏析
《江城子》、《渔家傲》和《破阵子》;改写练习，深入理解，
提高表达能力。

目前我与学生一起学习了两课时，预定的任务已完成，学生
表现得还不够踊跃。

起初学生很沉默，于是我将原定教学设计的第一步的读改为
了听：我播放了李清照不同时期的三首词《如梦令》(学生七
年级学过)、《武陵春》、《醉花阴》(九年级上册附录：课
外古诗词)的朗读录音，要求学生在听时注意朗读者是怎么读
出感情的，简而言之就是注意语速、语调、语气、停顿。听
完第一遍后我发现大多数学生的反应并不热烈，于是我对李
清照的三个创作阶段及作品作了大致的介绍，分析了这三首
词中蕴含的不同感情，并要求学生在听第二遍时不仅要注意
朗读者是怎么处理语速、语调、语气、停顿的，而且要思考



为什么要这样读。听第二遍时学生明显更认真了，有的还拿
出笔在书上圈点着，批注着。接着，我进行第二步：读。我
先让学生两人一组互相朗读《望江南》和《武陵春》，并根
据语速、语调、语气、停顿四项互相评分。然后，我采取了
齐读、分组读、个别读、示范读、评读等多种方式指导学生
读。这一读，课堂的气氛明显热烈了，学生的积极性也调动
起来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体会到了学习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接下来的第三步品，学生终于动了起来，虽然愿意举手发言
的学生并不多，可是愿意在小组内交流的学生明显多了，这
让我看到了希望。更为难得的是学生在比较阅读这两首词时，
对于主人公的动作品析得比较准确。如：倚——有的说等的
时间长，很累;有的说不仅是身体累，更重要是心累了，因为
很失望。倦梳头——连梳妆打扮都没有心思了，所以说很愁。
欲语泪先流——还没说就先哭了，表明她心里都是不高兴的
事，一天到晚都想着这些愁事，所以情不自禁。我因势利导：
表达人物的感情，动作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家刚才的分
析准确而全面，我非常佩服你们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我
想请大家再想一想，表达感情除了可以通过动作以外，还可
以通过什么?学生反应很快：心理活动。环境描写。神态描写。
语言描写。大家对于阅读知识掌握得很全面，这表示大家以
前的语文学习很认真。我相信有了这份认真，我们没有做不
到的。下面请大家从刚才这些方面再去体会主人公的感情，
比较谁更愁一些。接下来学生就从心理活动的变化过程和环
境的描写分析了人物的感情，最后一致得出结论：李清照的
愁更深重一些。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对学生的思想进行熏
陶了：是的，同样身为女子，李清照不仅愁自身命运的多舛，
她更愁家乡的沦陷，国家的灭亡，百姓的疾苦，所以她的愁
很重，重得超越了时空，千古流传。所以说，只看到自身悲
苦的人让人同情，而能够推己及人，胸怀国家与百姓人让人
敬佩。最后，全班同学再一次齐读了这两首词，学生读得荡
气回肠，尤其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和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
许多愁，读得低回婉转，余音袅袅。

第二课时，我也采用比较赏读的方式同学生一起学习了《渔



家傲》和《破阵子》。这一节课上，学生又归于先前比较沉
闷的状态。我想原因有三：第一，我心太急了，又想保证教
学进度，又希望学生自主、探究，要求太高了，使学生步子
迈得太大了，一时达不到要求，产生了学习的失败感;第二，
我对于学生的学习方法的指导还不够具体，只给了他们方向，
但没有告诉他们具体路线，他们摸着石头过河，自然费时费
力;第三，很多学生已经习惯了老师讲，自己听、抄的教学模
式，暂时还不不知道怎么去自主探究。

回家的路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都是以学生为主，为学生提供了广阔
的活动空间，给学生广泛参与的机会和发展的余地。整个教
学过程都是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再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设计练习时，我注意到学生情感方面的问题，特地设计了
题型丰富、形式多样的练习，激发学生自主活动的积极性。如
“师生对口令”、“争当快射手游戏”、“踩汽球游
戏”、“快速接龙游戏”、“开启动物之门”（找新家）等
游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不仅让学生充分、主动、积极
表现自我，同时也注意用语言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让学生
获得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爱学、乐学，树立学好数学的信
心。

回家的路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课标》强调数学教学要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出发，
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
用的过程。《回家路上》这一课是让学生复习乘法的意义和
应用2——5的乘法口诀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教材用一
些小动物放学回家的画面展现了许多数学的信息，采用“你
问我答”的数学游戏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为此，教学时，我主要是让学生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学习
中获取知识。首先，我根据学生喜欢听故事的特点，以讲故
事的形式呈现图中的信息（出示挂图），然后让学生用语言



表述自己的所见，再在小组内采用“你问我答”的游戏方式，
根据画面提出数学问题并且运用学过的乘法口诀解决这些问
题。学生兴味盎然，积极思考发问并认真解答。如生1问：船
上共有多少只小动物？生2列出算式：4xx4，生3说：我们可以
利用“四四十六”这句口诀来算出它的得数。生4问：草地上
有多少朵花？生5列出算式：6xx2，生6：利用“二六十二”这
句口诀就知道它的得数了，不用再一个一个或两个两个地数
了，真方便。画面上的内容，学生真是无所不问啊！都能根
据乘法的意义来列式的，并且都能正确运用学过的口诀来计
算得数，这真是我意料不到的。我觉得这样做不仅使学生加
深对乘法意义的理解，熟练应用2——5的乘法口诀来解决实
际问题，感受到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有数学，学好数学是非常
重要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合作
交流、口头表达等能力。


